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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江西省铅山县一起蘑菇中毒事件并对引起中毒的毒蘑菇进行鉴定# 方法$收集事件病例资

料!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蘑菇样品进行外观形态学"分子生物学鉴定# 结果$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均食用

了自行采摘的蘑菇!潜伏期约为 ! ?!出现呕吐"胃肠道不适等中毒症状!给予补液"激素"保肝等护胃解毒支持疗法

进行治疗!’ R 后全部痊愈出院# 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为疑似大青褶伞# 结论$此次事件因误食可疑大青褶伞野

生蘑菇而引起急性中毒!结合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等方法可以较好地鉴定毒蘑菇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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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蘑菇又称毒蕈(毒菌等"是指大型真菌的子
实体被食用后对人类或动物产生中毒反应的种
类 )#* "目前我国有毒蘑菇 #(( 多种’ 毒蘑菇与可食
用蘑菇往往容易混淆"近些年"因误食毒蘑菇而死
亡的中毒事件仍然十分常见"江西省是我国毒蘑菇
中毒事件的主要发生地之一"#55!!%((% 年共发生
’ 起毒蘑菇中毒事件"中毒 %(( 余人"死亡 #! 人 )%* ’
青褶伞类是一种大型真菌"属真菌界(褶伞属"该菌
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在我国
主要分布于广东(海南(湖南(江苏等省份"于夏秋
季生长在草坪(阔叶林等地上’ 青褶伞可引起胃肠
炎型中毒"在北美被认为是最常见的被人误食的毒
蘑菇种类之一 )’* ’ %(#) 年 : 月江西省铅山县发生
一起 ’ 人食用可疑野生大青褶伞毒蘑菇的中毒事
件"无人死亡"采用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方法对毒
蘑菇进行了鉴定’

#$材料与方法
#6#$主要仪器与试剂

+-3仪#德国 SZZQEROT>$"凝胶成像系统#美国
CDO/3MR$’

IEQMXVZPMEU0DEDcDU#美国 aDMKQE$" % h(0J
+-30MXUQT0D‘(琼脂糖凝胶 IA8回收试剂盒(氨苄
青霉素均购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BQP/
3QR#美国 CDOUDH[$"引物由上海英潍捷基贸易有限
公司合成’
#6%$方法
#6%6#$流行病学调查

对此次食物中毒事件开展现场调查"包括现场
采样"向中毒患者及家属了解可疑餐次(食品及发
病情况"分析毒蘑菇形态"向临床医生了解中毒患
者的主要临床表现(病程(诊断和治疗情况’
#6%6%$形态学鉴定

通过查阅+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等书籍"根
据菌菇形态(颜色(菌盖(菌褶(菌环(菌柄等情况进
行判定’
#6%6’$IA8标识码鉴定

将k%( g冻存的毒蘑菇取出"粉碎机粉碎"使用
IA8提取试剂盒进行IA8提取"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 扩增片段为内转录间隔区 #DEUQTEMPUTMEX=TD\QR
XZM=QT"@4L $"引物为 @4L" #BB88B48888B4-B48/

8-88BB$ 和 @4L! #4--4--B-44844B8484B-$)’* ’
+-3反应体系#"( !P$%% h(0J+-30MXUQT0D‘%" !P"
正反向引物 " !P"模板 IA8# !P"水 #5 !P’ 反应条
件%59 g预变性 " [DE&59 g变性 " X""9 g退火
" X")% g延伸 " X"!( 个循环&)% g延伸 #( [DE"
! g保温’ " !P+-3产物电泳后回收"回收过程参
考相应试剂盒说明书"将回收产物 #: g过夜与
ZF-#5 载体进行连接"连接产物转染感受态细胞后
通过蓝白斑筛选"白色克隆为阳性克隆’ 将单克隆
过夜培养后送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测序’
#6%6!$IA8序列分析

将测序返回的结果用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A-C@$的 C,8L4工具进行序列比对"获得 @4L 匹
配度高的分类结果’

%$结果
%6#$流行病学调查
%6#6#$基本情况

%(#) 年 : 月 %( 日晚 ) 时左右"铅山县河口镇
玉石村村主任及其妻子(父亲三人在家共用晚餐"
晚餐包括野生菌菇汤(土豆烧肉(炒青菜和米饭"其
中土豆(猪肉(青菜均为其妻子当天上午在菜市场
购买"野生菌菇为其父亲当天下午在村子旁边的山
上采摘获得’ 进食后晚上 ## 时许"三人相继出现恶
心(呕吐(腹痛(腹泻(解水样便"腹部疼痛呈阵发性
绞痛"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无咖啡样物"继而解水样
便"便后腹部不适缓解"无畏寒(腹痛(胸闷(气促等
症状’ 三名患者意识均较清晰"无头痛(头晕等精
神方面改变的症状’ 当天晚上其父亲首先发病"村
主任立即拨打了县医院急救电话"之后村主任及其
妻子均出现相同症状"故三人一起乘坐县人民医院
车辆至县医院就诊’
%6#6%$毒蘑菇来源及其外观形态学鉴定

事件发生后"调查人员前往铅山县人民医院开
展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详细调查了可能的
暴露情况和接触经过"并采集了剩下尚未烹调的蘑
菇样品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和形态学
鉴定’ 所获得菌菇菌盖直径为 " d%( =["白色"呈
半球形&中部稍突起"鳞片大而厚"呈褐紫色&菌肉
白色"松软&菌褶离生"宽且不等长"褶缘有粉粒&菌



江西省铅山县一起蘑菇中毒事件的调查与鉴定!!!周厚德"等 !"(’$$ !

柄长 #" =["圆柱形"污白色"纤维质&菌环以上光
滑"基部膨大"空心&菌柄菌肉伤后变褐色&菌环上
位"膜质"可移动"疑似大青褶伞形态)!* ’ 玉石村位于
铅山县西南方向"共有 % (:( 人"以水稻种植为主"村
子四面环山"村民有采食野生蘑菇的习惯"调查人员
对村子进行调查并未发现类似病例发生’ 调查人员
逐步锁定可疑食品"结合临床特征分析"高度怀疑是
食用野生不明蘑菇引发的突发中毒事件’
%6#6’$临床救治情况

医生根据患者自诉及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
胃肠不适症状且潜伏期较短 )!*等"对患者进行血(
尿(便常规及肝功能(肾功能等生化检查"发现三名
患者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呈现一定提升"其中
村主任父亲呈现一过性升高达到 9(6"(5:6" F;,
#采用干化学法的正常范围分别为 5 d"((#" d
!( F;,$"当即怀疑为野生毒蘑菇中毒"并于 %# 日
凌晨将三人转入铅山县人民医院中毒科进行治疗’
铅山县人民医院中毒科采用补液(糖皮质激素(解
痉等措施进行护胃解毒"同时输入庆大霉素和维生
素 C: 等抗感染"经救治 %% 日上午 #( 时左右三人病
情均基本好转"相关指标复查均达到正常水平"
%% 日上午村主任及其妻子病愈出院"%’ 日上午其父
亲也病愈出院’
%6%$IA8鉴定

将测序结果递交 A-C@数据库进行比对"比对
结果 分 类 为 大 青 褶 伞" 其 IA8 匹 配 度 高 达
556)!7"且匹配度超过 556%97的序列菌为大青褶
伞"见表 #’

表 #$序列比对结果
4M\PQ#$LQ]HQE=QMPDKE[QEUTQXHPUX

序号 科 属 种 得分 相似度;7
# 伞菌科 青褶伞属 大青褶伞 )"# 556)!
% 伞菌科 青褶伞属 大青褶伞 :5( 556%9
’ 伞菌科 青褶伞属 大青褶伞 ::9 #((6((
! 伞菌科 青褶伞属 球盖青褶伞 "59 5"6!)
" 伞菌科 青褶伞属 铅绿褶伞 "99 5"6#9
: 伞菌科 青褶伞属 陀螺绿褶伞 ")5 5%6)!
) 伞菌科 青褶伞属 球盖青褶伞 ":( 5)6:5
9 伞菌科 白环蘑属 粉褶白环蘑 ""9 5%6!"
5 伞菌科 青褶伞属 霍滕斯青褶伞 "(9 9:6(’
#( 伞菌科 白环蘑属 霍滕斯白环蘑 "(: 9"65(

’$讨论
我国毒蘑菇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已知的毒蘑菇

有 !’( 余种"属 ’5 个科"已知的蘑菇毒素有 ’( 多
种 )"* ’ 毒蘑菇以未知种类为主#约 9(7$"已知种类
的毒蘑菇中以鹅膏和牛肝菌科为主’ 据统计"有毒
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中"中毒人数为所有食
物中毒报告的第二位"而导致死亡的人数最多 ):* ’

由于野生可食用蘑菇与有毒蘑菇表面特征上十分
相似"野外杂生现象普遍"一般居民很难分辨"即使
以前可食用的蘑菇也可能因生长环境的改变而具
有毒性 ))* ’ 毒蘑菇中毒临床表现较为复杂"目前根
据临床表现主要分为六类%胃肠炎型(神经精神型(
溶血型(肝脏损害型(呼吸循环系统衰竭型和光过
敏性皮炎型’ 目前我国尚无毒蘑菇毒素的实验室
检验标准"毒蘑菇中毒事件的诊断主要依据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结果(患者临床表现和蘑菇形态学特征
进行鉴定 )"* ’

本次事件中"流行病学调查及临床特征显示"
患者因误食有毒蘑菇引起不适"中毒后主要症状为
恶心(呕吐(肠胃不适"潜伏期约 ! ?"症状较轻"经过
短时间治疗后三名患者均已痊愈"提示为胃肠炎型
毒蘑菇引起的食物中毒’ 根据形态学与分子生物
学方法鉴定"形态学上有毒蘑菇与大青褶伞形态特
征相似"@4L 菌种鉴定方法比对结果也显示可能为
大青褶伞"故高度怀疑误食的毒蘑菇为大青褶伞’
大青褶伞多生长于野外"是最常见的毒蘑菇种类之
一 )%* "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多有分布"其含有胃肠
毒素和溶血毒素 )9* "食用后会引起强烈的胃肠道反
应且能造成多器官功能衰竭"其中毒症状的机理还
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5* ’ 毒蘑菇传统的鉴定方法主
要依据外部形态(内部结构和显微特征等"因真菌
物种形态特征有限而使得该方法十分滞后’ 分子
生物学 IA8标记方法核糖体大亚基#E,LF$(@4L 已
广泛应用于有毒蘑菇的种类鉴定"随着国际生物条
形码计划的启动"高等真菌 IA8条形码研究已经取
得一定进展"一致认为 @4L 是真菌分类鉴定的有效
IA8条形码 )#(* ’ 本次事件中"采用目前国际上热
门的 IA8条形码技术对毒蘑菇进行了分析’

本次事件引起的原因包括以下两点%一是患者
一家对食用野生蘑菇中毒的认识不足"凭经验采食
有毒蘑菇&二是各级政府部门宣传仍不到位"未能
对中毒事件进行有效的管控’ 为避免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宣传教育"及时通过媒
体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有毒野生蘑菇的知识"尤其是
农村地区村民相关知识的普及"可通过乡村医生(
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进行预防"鼓励村民到市场上
购买可食用蘑菇&提高广大医务人员对毒蘑菇中毒
的救治知识"提升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人员检测蘑菇
毒素的相关技能"做好解毒药物(标准品等方面的
储备"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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